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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views o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shipping company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金融危机下对航运企业安全管理的思考

文 许永秋

摘 要：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航运业首当其冲。文中通过对台州辖区航运企业安全

管理现状的走访调查，分析了这些企业目前在安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

有建设性的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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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sweeping across the world, the shipping industry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safety
management status in the Taizhou area, analyzes the questions, which exist i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the shipping companies.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ome constructive
proposals and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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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明显减速的影响，国际航运

市场急剧下滑，我国航运业发展面临严峻形势，货源严重萎缩，运价大幅跳水，不

少船舶抛锚停航，一些企业已相继关停或歇业，并由此带来诸多水上交通安全管

理问题。当前如何加强航运企业的安全管理，积极推进帮扶服务，引导其提高安

全管理水平，促使其科学安全发展至关重要，笔者结合对台州辖区航运业发展现

状的调查谈谈个人想法。

一、航运业发展现状

台州是我国股份合作制经济的发祥地，市场经济活跃、制造业发达、外贸依

存度高。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台州航运业也得到了迅猛发

展，运力从 2002 年的 65 万载重吨跃升到 2006 年的 175 万载重吨。2007 年开

始逐步下滑后又缓慢回升，至今年 2 月底，全市共有海运船舶 1173 艘、193 万

载重吨；航运企业的数量也如雨后春笋节节攀升，2007 年全市登记在册的航运

企业为 57 家，至今年 2 月底已上升至 83 家（含筹建 3 家），除一家兼营国际国

内航运业务外，均为国内航运公司。其中有 60 家航运企业建立了安全管理体系

（一家为自愿实施，其余均为交通部规定的强制实施范围，其中从事散化运输 3

家、油品运输 4 家、普通货物运输 52 家），管理船舶 436 艘

（208 艘为自有船舶），但体系内船舶仅 206 艘（123 艘为自有

船舶），仅占全市海运船舶总量的 17.6%，其余 967 艘船舶（绝

大多数为代管船舶）均通过公司挂靠实施非体系化管理。83 家

航运企业中民营企业则占 97％以上，且半数以上为委托性经营

企业。

作为与航运业密切相关的船舶制造业，近几年也得到了迅

速发展，台州船业市场更是一片红火、购销两旺。许多航运业主

或船东受利益驱使纷纷涉足造船，其建造船舶大多以转手交易

获取利润为目的。受金融危机影响，建造船舶难以脱手，只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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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自己经营或委托挂靠，台州造船业已成为海上运力的储

备库，预计 2009 年运力发展将跨越式提升，新增运力约

100 余万载重吨，其中万吨级以上船舶 78 艘，总运力将达

300 万载重吨左右，使得目前已不景气的航运业更是“雪

上加霜”。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 企业规模松散，管理力量薄弱，抗风险能力不强

随着国家对运力控制的逐步放开，投资造船、开办企

业已相当便捷，且办企业还能带来融资、经营等便利，因

此，近年来新的企业不断涌现。但辖区企业的规模都普遍

较小，经营主体集中度不高，管理也比较分散，且大部分公

司岸基管理人员的文化程度不高(多为初中以下)，船舶安

全管理经验缺乏，特别是聘用的关键岗位人员如海务、机

务主管等虽然持有相关证书，但绝大部分人员没有海务或

机务管理经验，甚至有些公司聘用人员，仅仅是为了满足

资质要求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被聘人员平时很少在公司

上班，从而导致企业安全管理能力低下，造成安全管理不

到位。同时，这些企业由于缺乏规模优势，在航运市场看好

时能得以发展，市场一旦跌入低谷，将首先受到冲击，加上

大部份股东信息比较闭塞，业内活动较少，对国内外航运

形势及市场信息了解甚少，抗风险意识和能力明显不足。

2. 企业决策层综合素质偏低，重效益、轻安全的指导

思想比较严重

由于民营航运业的自身特点，这些企业不愿聘用职业

经理人。据不完全统计，台州 83 家企业中仅有 15 家外聘

总经理或副总经理，其余均由股东担任。在股东担任的总

经理和副总经理中，很少有人受过专业培训，而文化程度

在初中及以下的却不在少数，只因近几年航运业红火才投

身其中，管理航运企业的能力普遍较低，急功近利的思想

比较严重，普遍注重眼前利益，对安全管理工作必需的资

源投入不足。即便是外聘总经理或副总经理，也很少能真

正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有关安全和防污染管理工作

的资源支持难以得到实实在在的保证，安全管理水平的提

高受到一定的制约。

3. 专业技术人员流动频繁不利安全管理

民营企业普遍无自有船员，均需外聘。随着近几年航

运业的蓬勃发展，船员需求不断加大，在利益的驱使下，跳

槽成为普遍现象，船员队伍极不稳定，企业专职管理人员

中也存在类似现象。同时，外聘船员和航运企业因缺少彼

此的了解和信任，一般无长期合作的打算，船员得不到工

作归属感，一些工作往往敷衍了事，严重影响船舶安全管

理水平的提高。

4. 非体系船舶安全管理不到位，代而不管、让代不让

管的现象仍较为普遍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规定》

适用于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管理体系的建立、实施、保

持及其相关活动的监督管理，对非体系企业缺乏约束力。

就台州而言，未实施体系的船舶占绝大多数，这些船舶均

通过挂靠委托性经营，企业实施非体系化管理。尽管这些

公司也建立了一些规章制度，但其安全管理理念及模式与

体系管理的要求相去甚远，加之岸基管理力量薄弱，管理

船舶众多，建立的制度大多流于形式，很难得到实质性的

落实。船员聘用和船舶维修等日常管理工作均由船东实际

操持，管理公司在收取管理费后为船东提供的也仅是办证

等一些面上服务，公司缺乏为代管船舶提供安全和防污染

管理的基本能力，管理公司代而不管、船东让代不让管的

现象仍较为普遍，安全和防污染管理基础较差。

5. 金融危机下引发的新问题

（1）受航运市场不景气的影响，部分航运企业采取船

舶停航的方式来减少成本支出。2008 年年底台州辖区有

130 艘船舶处于长期停航或半停航状态，致使锚地锚泊船

舶数量增加，船舶不按规定配备值守船员、乱抛锚情况时

有发生，加上部分新建船舶在锚地舾装，造成锚地拥挤，有

些船舶甚至在航道附近锚泊，严重威胁进出港船舶的航行

安全和港口正常生产，成为当前水上安全工作的隐患。

（2）船舶状况整体水平趋于下降。在船舶安全维护方

面，船公司会聘请低资质或没有资质的修理单位对船舶进

行维修，或降低修理要求，采用一些替代品对船舶安全设

施进行维护，造成船舶安全质量下降，埋下安全隐患。

（3）船舶安全配员呈现不足。随着航运业的持续低迷，

航线、航班减少，部分船公司已经开始裁员，压缩船员规

模。出于船舶运价下降及各项成本支出增多因素，船舶将

会出现在营运过程中减少配员，或者在报停后没有按规定

留足值班人员，安全生产隐患突出。

（4）航运公司对安全生产投入减少。由于航运业进入

低谷，航运公司收入锐减，企业将会紧缩开支，减少岸基的

管理人员数量，对船舶维护保养资金投入减少，会导致对

公司安全和防污染管理力度的降低，船舶的技术状况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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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船舶安全事故和污染风险将会增大。

（5）水上交通事故发生概率增大。因船舶经济效益不

景气，容易形成恶性循环，船舶配员不足、超载或船舶超抗

风等级等冒险航行情况将会增多，重特大水上交通事故发

生的概率将会增大。

三、对策和建议

要从根本上破解当前航运企业安全管理上的问题，必

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企业应及时转变理念、调整

结构，通过创业创新，努力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

和经营水平，政府和各有关领域更应倾力相助，积极协调。

海事机构作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的责任部门，应坚持监督

与服务并重，督促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充分

发挥船公司在水上交通安全责任链节中的源头管理效应，

让航运业真正步上良性的、有序的、积极的发展轨道。

1. 引导航运公司有序整合，帮扶其渡过难关

（1）企业的安全管理和经营效益密不可分，离开效益谈

安全会成为空话，而离开安全谈效益也意味着将失去效益。

为此，建议政府结合航运企业安全管理状况，在税收和融资

上予以适当倾斜，积极扶持一批船况好、管理规范的企业渡

过当前金融危机，激励企业遵章守法，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2）海事机构作为政府的执法部门，要通过严格的监

管，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高船公司、船舶和船员市

场安全准入标准，限制技术落后、单位能耗高、环境污染大

的船型。原来航运经济效益好的时候，无论大船小船、旧船

新船，管理规范或管理较差的公司都有不错的效益，对不

符合规范的船舶予以强制停航执行上非常困难。当前，要

紧抓航运经济不景气时机，充分发挥政策引导和管理杠杆

作用，对一批安全质量差的船舶和管理不规范的公司予以

强制停航或整顿，促使其转型升级。引导企业提高安全管

理能力，从粗放型、高风险型向集约型、安全型转变，实现

船舶大型化、企业规模化、管理科学化，使不安全的小、散

企业失去市场。要鼓励有实力的航运企业实行强强联合，

在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原则下，调整船队结构、优化航线

布局、开展合作经营，提高运输效率，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

优质服务，实现可持续发展。

2. 加强宣传引导，推动船东经营理念转变

要采取各种形式加强对船东的安全教育，切实增强他

们的安全意识，放手将船舶委托给上规模的企业管理。同

时，要建立区域船东协会，加强行业内部管理，充分发挥政

府中间体组织作用，及时向企业提供有价值信息，各市县应

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邀请有关专家学者举办专题讲座，为企

业高层提供学习机会，引导企业步入科学安全的发展轨道。

3. 加强业务技能培训，提高岸基安全管理能力

由有关主管部门出面，举办企业高层及海务、机务等

岸基安全管理人员业务技能培训班，努力提高他们的综合

管理素质，全面提升航运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不断增强

企业抗风险能力；同时要制订航运业专业管理人才引进政

策，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资源保障。

4. 强化船员管理

要将船员管理纳入海事部门的监督管理、港航部门的

行业管理和海运企业的人性化管理于一体的管理体系之

中，各市、县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

的要求，积极扶持创办几家上规模、上挡次、管理水平高的

船员服务公司，开展船员成套出租业务，根据高级船员的

技术业务综合素质，合理搭配解决高级船员紧缺和船员技

术业务素质低的难题。当今时代，人才竞争非常激烈，不建

立一支相对稳定的企业船员队伍，就无法满足企业长期稳

定发展的需要。

5. 加强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和运行情况的检查

借鉴国内安全管理规则实施以来所取得的明显成效，

对管理非体系船舶的公司可参照体系化管理理念，大力推

进安全规章制度建设，规范并统一船舶管理要求和相关标

准。同时，要加强对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评估和指导，督

促企业加大对代管船舶的管理力度和投入，规范管理行

为，促进代而不管、让代不让管和两张皮现象的消除，不断

提高制度运行的质量。

6. 积极探索航运企业安全信用监管机制

全面推行企业及船舶安全信用等级评定，评定结果在

有关管理部门及银联机构之间进行信息共享，对那些安全

资信不良或屡屡发生安全责任事故或船舶滞留事件的企

业通过现场监管、体系审核、资质年审、贷款申请、保险理

赔、船舶准入等事关企业发展的事项加以控制，促使其切

实担负起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7. 加强监督，热情服务

海事部门要强化现场巡查，严格预防预控，严厉查处

各类违法行为，同时，要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交流，不断创新

服务举措，帮助企业尽可能提高船舶的营运效率，以维护

特殊时期水上安全形势的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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